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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理性表达

海继平

（西安美术学院，陕西　西安　７１００６５）

摘　要：为挖掘地域文化所蕴含的实质性内容，采用 现 场 调 研 对 装 饰 性、符 号 性 元 素 在 景 观 设 计 中 泛 滥 及 肤

浅理解“城市美化”对地域文化的破坏等问题进 行 解 析。提 出 城 市 景 观 中 应 对 地 域 文 化 因 素 多 层 面、多 方 位

综合考虑，针对不同环境因素结合地域文化特点冷静分析、理性表达地域特色，从而设计出高品质景观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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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全球文化共生与交融的趋势，使得地域景观

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，如不对传统的地域

文化很好的运用与传承，将被淹没在西方强势文

化的大潮中，这是城市景观趋同化后果的主要根

源。

当今 城 市 发 展 迅 速，大 量 的 街 区、街 景 在 实

施过程中，存 在 严 重 的 破 坏 性 建 设 现 象，对 待 地

域文化的态 度 存 在 两 个 极 端 方 向：（１）传 统 文 化

的区域景观在建设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，为了孤

注一掷的经济建设，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在强拆中

灭绝。（２）搞“城市美化运动”模式的景观建设到

处泛滥，诸 如 仿 古 街 设 计、城 市 街 道 立 面 改 造 设

计等，大量 表 面 化 修 饰、装 饰 性 景 观 设 计 充 塞 在

城市景观 当 中。中 国 的 传 统 街 区 从 建 国 以 来 以

惊人的速度 消 失，北 京 的 胡 同、四 合 院 成 片 的 被

拆除，对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旧城区保护与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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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梁陈方 案》置 之 于 不 理，不 予 采 纳，时 至 今 日

才觉得可惜。全国这样的例子不胜牧举，西安的

西大街、大 雁 塔 周 边，也 未 免 遭 到 强 拆 的 厄 运。

而随着经济 建 设 的 发 展，大 量 仿 古 一 条 街、装 饰

性景观充塞于城市环境之中。基于此，本文依据

现场调研 论 证 分 析 地 域 文 化 在 城 市 景 观 设 计 表

达中的误区，以及如何理性传承地域文化。

　　一、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表达中

的误区

　　中国的装饰性景观和城市设计，透过典型的

欧洲巴洛克景观设计和装饰性花园，照射出了享

有特权的 市 民 阶 层 的 集 体 愿 望。黄 金 地 段 变 成

了新开发的城市居住区和公共场所。粗粝、野性

的河流被 渠 化 和 硬 化，铺 上 了 大 理 石 以 使 其“高

雅”而“现代”。富有乡村气息的湿地被喷泉和整

洁的人造 池 塘 所 取 代。“杂 芜”的 原 生 灌 木 被 连

根拔除，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外 来 的 装 饰 性 的 园 艺 植

物；原生的 植 草 被 修 整 一 新 的 外 来 草 坪 所 取 代，

在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，每一平方米这样的草

坪就要 消 耗 超 过 一 立 方 米 的 水。从２００２年 到

２０１０年，中国将消耗全世界水泥产量的 一 半，钢

铁产量的３０％多。难 道 这 是 让 一 个 农 业 国 走 向

城市化必须的吗？不尽然，因为这些不可再生资

源的一部分浪费在了破坏、控制“芜杂”的自然以及

创造装饰性景观和“标志性”建筑上了［１］。（图１）

图１　欧式建筑小品（资料来源：《生存的艺术》一书）
　

１．符号装饰造型在景观设计中的泛滥

许多城 市 广 场、街 区 存 在 严 重 包 装 设 计 现

象，重复 使 用 装 饰 图 案，刻 意 雕 琢，为 了 所 谓 的

“面子工程”、“形象工程”，披着地域文化的外衣，

做表面的文章，具体表现在：（１）大量附着于景观

墙面、地面的装饰性浮雕设计；（２）图腾装饰柱在

景观环境中的泛滥；（３）多余的公共艺术品、装饰

小品出现在景观环境之中。（图２）

图２　西安大雁塔水景装饰小品（自摄）
　

２．“城市美化运动”对地域文化的破坏

城市进程 中 的 物 质 建 设 是 对 传 统 文 化 又 一

次灾难性毁灭，沿袭着传统脉络的历史街区逐渐

消亡，极具 地 域 特 色 的 历 史 街 区 被 成 片 的 破 坏。

而遍地装饰性景观填塞于城市之中，许多地方大

造仿古一条 街，仿 不 同 时 期 的 的 建 筑 风 格，肤 浅

的运用地域文化符号，更甚者运用欧式的风格来

装点“门面”，这 些 是 景 观 设 计 中 造 假 式 的“城 市

美化设计”，是一种扭曲的文化活动现象，是违背

自然属性的伪文化建设，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

为表现。（图３）

图３　西安大雁塔商业仿古一条街（自摄）
　

３．“装饰”是对地域文化的片面表达

关于装饰，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一书中有这

样的表达，“内容向形式的积淀，又仍然是通过在

生产劳动 和 生 活 活 动 中 所 掌 握 和 熟 练 了 的 合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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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性的自然法则本身而实现的，它们只是物态化

的活 动。是 物 态 化 生 产 的 外 形 式 或 外 部 造 型

……”。［２］

装饰是人们在劳 动 过 程 中 对 自 然 规 律 性 的

形式要求 和 主 体 感 受，它 将 人 的 观 念 和 幻 想 外

化和凝冻 在 这 些 物 质 对 象 上，是 物 态 化 活 动 的

产物，是历史的积 淀，反 映 着 一 定 历 史 时 期 不 同

地域意识形态特 征。一 定 的 形 式 反 射 着 一 定 时

期的生活或生产 内 容，但 对 于 现 在 来 说，装 饰 仅

仅只是传达视觉的符 号，成 了 纯 粹 的 装 饰。（图

４）

图４　广场入口图腾柱（自摄）
　

　　二、景观设计应注重对地域文化

的理性表达

１．景观设计的宗旨

景观设计注重于对景观环境的分析、规划布

局、设计、改造、管理、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。

理想的景观环境，经济价值高，环境效应强，传达

着大量的信 息，涵 盖 着 一 定 的 文 化 艺 术 价 值；景

观需要设计，通 过 改 造 和 管 理，以 实 现 人 和 自 然

的和谐；景 观 设 计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科 学，其 本 质 就

是对土地进行有效地整理，需要对土地因素进行

综合分析，从地形、光照、气候等条件中取得工作

的依据和作 为 设 计 灵 感 的 来 源；景 观 是 艺 术，需

要进行创造，需 要 有 情 感 抒 发，考 虑 人 的 心 里 场

在环境中的表现与流露。

景观虽然离不开外在形式，但其本质内涵却

在于对景观内在神韵的体验，不是表面化的人为

地造作；景观设计需要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地形的

模拟、地表径流的分析、土地适宜性的分析，然后

在科学分 析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土 地 规 划，梳 理 水 系，

布局建筑、交 通，通 过 一 定 的 艺 术 处 理 手 法 传 递

地域文化信息。

２．全面而理性的理解地域文化的内涵

文化是通 过 历 史 的 长 期 积 淀 而 存 留 于 社 会

系统及人们的生活之中，并伴随着一定社会的进

步、生产 力 的 提 高、物 质 生 产 丰 富 而 更 加 繁 荣。

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，是一定社会与民族政治和

经济的反映，并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具有强

烈的民族性，通 过 民 族 活 动 形 式 的 演 进，形 成 独

特的文化 传 统。任 何 形 式 的 文 化 都 具 有 强 烈 的

地域性，由 于 地 域 的 不 同，人 们 在 特 定 的 地 理 环

境和历史条件下生存及发展，通过生产劳动最终

创造及演变出极具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。

不同民族 所 存 在 的 地 域 背 景 与 文 化 思 想 差

异，在人类 历 史 进 程 中，积 累 并 反 映 在 当 前 的 地

域环境现象当中，不同的民族精神与之相适应的

地域条件相关联，产生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民族

文化。同 时，地 域 又 赋 予 了 民 族 文 化 的 基 本 底

色，形成了 文 化 最 初 的 积 淀，涵 盖 着 当 地 独 具 特

色的自然地 理 状 况、社 会 发 展 状 况，它 深 深 地 镌

刻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，并形成当地人独特的

思维模式、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模式［３］。

３．地域文化融糅于景观设计之中

文化是影响景观环境的基本动因，由它承载

着景观所体现的历史性、特殊性与普遍性等自然

与人文多方面的景观地貌，它追溯着景观形态的

动态过程及伴随着地域的文化主体性，文化的时

空特征与景观特征联系紧密，并且文化显影于景

观的空间结构之中。

景观需 要 表 现 地 域 文 化，必 须 审 视 景 观 所

形成的空 间 意 义，景 观 文 化 的 地 域 特 征 是 受 到

当 地 人 的 活 动 直 接 影 响 和 长 期 作 用 而 使 自 然 面

貌发生明 显 变 化 的 景 观 表 现，按 照 其 特 定 区 域

的标准，对 当 地 自 然 环 境 中 的 自 然 和 生 物 现 象

施加一定 的 影 响，使 文 化 与 景 观 形 态 逐 渐 具 体

化。

所有与人类关联的景观现象，都有文化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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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联系，因为除了原始的自 然 景 观 之 外，所 有 的

景观都渗透着人类的行动或感知能力，再以某些

方式影响或作用于景观，没有哪种文化可以独立

于其所附 着 的 环 境 而 发 展。景 观 并 非 只 是 以 往

自然地理学家眼中的地表外貌，或是经验上的物

质化的客体，而是一种文化再现的形式。

　　三、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多样

性的体现

　　《北京 宪 章》：“技 术 和 生 产 方 式 的 全 球 化 带

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，地域文化的多样

性和特色逐 渐 衰 落、消 失，城 市 和 建 筑 物 的 标 准

化和商品 化 致 使 建 筑 特 色 逐 渐 隐 退。建 筑 文 化

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”。地域文

化的丰富性反映出景观设计的多样性，景观扎根

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沃土之中，呈现千姿百态的变

化，其因人、因时、因地、因天象而有不同的形态。

１．强调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

无论是人工环境还是自然山水，都展现着从

文态到生 态 的 综 合 内 容。地 域 文 化 的 核 心 内 容

反映着一 个 地 方 一 个 民 族 独 具 文 化 特 质 的 精 神

魅力，是人性价值的理性体现；地域文化的因素，

来源于当地的气候条件、地理特征，包括风向、阳

光的强烈、水 文 地 质 因 素 等。长 期 以 来，地 域 条

件作用于人的心理，人们把来自于地域条件的信

息进行归 纳 与 总 结，并 以 一 定 的 特 征 反 映 出 来，

智慧的创造出对物质与精神的寄托与向往。

２．多层面多角度表达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

文化的繁 荣 是 不 同 民 族 文 化 和 人 类 文 明 的

共同发展，在 人 类 历 史 上 是 多 极 与 多 样 性 的，只

有各种文化体系相互包容相互影响，才能够保持

持久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

地域文 化 涵 盖 着 多 维 度 层 面，包 括 自 然 环

境、人文环境、社会环境等层面，各种因素相互关

联，相互影响，其促进文化的交融与发展。

自然环境 是 影 响 与 制 约 地 域 文 化 形 成 与 发

展的决定性因素，例如，当地气候特点、地形地貌

特征、水文 地 质 等；人 文 环 境 体 现 当 地 的 历 史 文

化传统、地方风土人情、物质建设条件等，在景观

设计中表现 为 空 间 布 局 形 式、建 筑 特 征 等；社 会

环境包括特定地域环境的经济体制、社会构成关

系、人们的 意 识 形 态 等，完 整 的 景 观 设 计 应 注 重

对各因素的综合分析与考虑，协调各因素之间的

转换关系，达到最佳的景象特征［４］。

景观的多 样 性 植 根 于 大 地 的 自 然 地 理 与 生

态特征之中，多样性反映着陆地环境功能的差异

性，也反映人文环境的地域特点。应该尊重这些

差异，从不同角度表达相关因素。

（１）生态景观。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与自然

环境的关 系 从 历 史 发 展 的 角 度 及 生 态 原 理 来 说

是动态平 衡 的 过 程。景 观 的 地 域 性 代 表 着 特 定

的景观与 所 在 地 域 环 境 之 间 的 特 定 关 联。景 观

隶属自然生 态 系 统，具 有 一 定 的 自 然 属 性，保 持

着动态平 衡 过 程，同 时 尊 重 社 会 人 文 生 态 环 境，

保持文 环 境 的 长 久 性，与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相 生 相

长，达到稳定的和谐状态。

（２）人文理念。景观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和场

所，景观的本质属性是在特定的地域中为人们营

造具有特 定 功 能 的 景 观 环 境。以 当 地 的 风 土 人

情、居住现 状、生 活 方 式 及 民 族 习 俗 等 状 况 为 依

据，创造出 反 映 当 地 人 的 观 念 形 态、处 世 哲 学 和

审美情趣的活动空间。

（３）开 放 度。景 观 环 境 与 其 他 任 何 事 物 一

样，同样 具 有 环 境 的 包 容 空 间 与 场 所 的 开 放 系

统，因为任 何 景 观 环 境 不 是 自 我 封 闭，它 涵 盖 着

大量的信息（真实信息或虚假信息），并构成自己

特定的环境 特 征，通 过 开 放 加 以 甄 别，在 特 定 的

景观环境中进行信息及文化的交融。

（４）场 所 的 记 忆。在 频 繁 和 快 速 的 变 迁 之

中，许多充 满 情 境 和 记 忆 的 历 史 场 所 逐 渐 消 失，

景观设计 不 只 是 对 功 能 问 题 的 合 理 解 决 和 单 纯

的物质建设，它还传递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实

践方式，延续着传统的景观结构。

３．综合因素考虑景观设计的地域文化

（１）构建安全格局的生态观。在土地极其有

限、保护与 发 展 压 力 同 样 巨 大 的 形 势 下，通 过 构

建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基本生态系统服务体系，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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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景观安 全 格 局 理 论 和 通 过 对 水 文、地 质 灾 害、

生物、文化 遗 产 和 游 憩 过 程 的 模 拟 和 分 析，以 生

态安全格局 为 刚 性 框 架，充 分 的 理 解 自 然、遵 照

自然进行规划设计［５］。

（２）富含地域文化的环境观。景观离不开特

定的地域和场所，在特定的环境中为人们创造具

有文化品质的舒适可用的环境空间，根据特定的

地理资源、气 候 条 件，在 一 定 社 会 环 境 中 铸 造 极

具强烈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。

（３）“人本主义”的价值观。景观与人类的生

活密切相关，不同历史时期人的价值观、社会观、

历史观 都 在 发 生 着 变 化，这 些 变 化 是 创 作 的 动

力，只有寻 找 和 表 达 出 景 观 的 理 性 本 源，才 能 满

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和价值体现。

（４）多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观。文化的开放

和交流使 得 其 不 断 从 各 种 外 来 的 文 化 体 系 中 汲

取养分，保 持 持 久 的 生 命 力 和 凝 聚 力，结 合 景 观

的地域文化内涵的挖掘与表达，从深层内涵上塑

造景观的个性，从自然、历史、文化等大环境中提

炼艺术精神，反映当地文化内在气质［６］。

地域性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将成为未

来景观研 究 的 主 要 目 标。具 有 地 域 文 化 的 景 观

研究是延续民族性、地域性景观环境与空间发展

政策根本的基础，具有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将是

追溯出文 化 渊 源 的 内 在 力 量。历 史 景 观 保 存 方

案，现代城 市 景 观 意 涵 深 化，通 过 对 地 域 文 化 拉

结起来，对 当 地 状 况 的 分 析 定 位，转 换 既 存 的 现

有景观，结 合 当 地 条 件 创 造 出 新 的 景 观 空 间，并

结合以规划，促成积极正面的景观面貌的变化采

用预防的态度，阻止消极负面的现象在全球化浪

潮充斥的景观现象中出现。

四、结　语

通过 对 地 域 文 化 的 研 究，对 景 观 的 分 析，得

出景观必须扎根于当时当地环境，突出其地方个

性，在保留 地 域 文 化 特 征 的 同 时，充 分 利 用 先 进

的技术手段，创 造 出 符 合 现 代 需 要、满 足 现 代 功

能需求的 景 观 空 间 环 境。本 文 研 究 的 方 向 为 以

景观空间的综合因素来决定景观环境的品质，强

调景观定性 的、整 体 的 氛 围，充 分 的 理 解 自 然 属

性、遵照自 然 的 规 律 进 行 规 划 设 计，以 经 济 节 约

和对环境干扰较小的情况下，获得最佳人居环境

景观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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